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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文献视角论智慧资源的构成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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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分析方法，结合智慧的内涵、结构以及专利文献所具有的特性，提出智慧资源的概念。认为智慧

资源是以智慧元素的形式分散、隐匿于大数据或海量信息之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动态、发展、联系的专利文献

系统是智慧资源的重要载体；人们掌握了萃取方法和萃取工具即可据此快速生成智慧。以期通过对智慧资源的论述，

使创新主体能够认同、重视、充分利用智慧资源，从而快速提升大众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大众技术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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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documentation analytical methods, combining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smar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document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mart resources. It 

considers that smart resources are a type of special social resource scattered and hidden in the form of smart 

elements in big data or mass information. Dynamic, evolving and connected patent documentation system 

is the important vehicle for smart resources. People who master the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of extraction 

can generate smart. It is expected that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smart resources, to enable main bodies of 

innovation identify with, direct their attention to,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smart resources, and thus rapidly 

improv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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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创

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毋庸置疑，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项发明创造，都凝聚

着人类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是否能够成为一

种资源被人们有效利用，目前尚缺乏广泛、深

入、系统的研究论证。

专利文献是专利制度的产物。专利文献信

息系统记载了世界上90%以上的最新科技创新成

果，同时还客观记载了人类科学技术系统创新的

发展轨迹。因此，专利文献信息系统不仅富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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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科技创新的智慧结晶，还承载有不同创新主

体在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创新思维 [1]。不过，目前

人们通常将专利文献的属性划归于泛泛的信息资

源概念之中。人们对专利文献的利用也主要集中

在信息的检索、统计分析以及了解技术研发的演

进历史、技术分布态势、预测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等方面 [2]。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也有

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致力于专利知识的挖掘，但其

对专利文献属性认知并未发生特别的改变，其目

标亦主要是实现对专利信息的采集、专利数据的

清洗、专利数据仓库和专利知识库的构建、专利

信息多维分析（企业层面、技术层面）、专利侵权

知识挖掘等功能 [3]。

上述层面的专利文献利用，虽然对技术创

新以及创新决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本文以

为，其还不足以充分体现专利文献的核心价值所

在。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方法，梳理了近年来人们

对智慧内涵、结构的研究成果，以及专利文献所

具有的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智慧要素，并据此试论

智慧资源的构成、特性及作用，以期能够有利于

创新主体认同智慧资源的存在及功效，有利于创

新主体能够更多地了解、重视专利文献所蕴藏的

巨大能量，使创新主体能够有目的地通过挖掘、

利用智慧资源快速获取一种超于常人的，能够

洞察、把控事物发展规律的行动能力，并由此快

速提升大众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大众技术创新步

伐。

2 智慧与智慧资源的定义

智慧通常被认为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

经器官（物质基础）的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包

含有：感知、知识、记忆、理解、联想、情感、

逻辑、辨别、计算、分析、判断、文化、中庸、

包容、决定等能力 [4]。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智慧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人文科学领域。因此，研究者对智慧的定义也

大多是基于人格特质视角进行的。不过人文学

学者汪凤炎 [5]主张将智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道德智慧（简称德慧），一种是自然智慧（简称物

慧）。其中的“物慧”通常是指个体在解决复杂自

然科学与技术问题中展现出来的智慧。

本文从专利文献视角对有关智慧问题进行探

讨，故所论智慧主要是指自然智慧。

目前，与上述自然智慧定义比较接近的观点

有以下4种。

（1）智慧是指对人、事物、事件或前景的深

刻理解和认知，进而做出与这种理解相一致的感

知、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6]。

（2）智慧是一种激活了的知识，主要表现为

收集、加工、应用、传播信息和知识的能力以及

对事物发展的前瞻性看法 [7]。

（3）智慧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包括具有高效

创造产品、服务和流程的能力 [8]。

（4）智慧表现为发现，发现本来就存在但还

没有被认知的东西，其次表现为创新，可以从无

到有地创造和发明新的东西 [9]。

在梳理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维基百科对

智慧的定义，本研究认为，智慧是个体头脑在汲

取大量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凭借创造性思维所

形成的一种超于常人的，能够洞察、把控事物发

展规律的行动能力。

关于智慧资源，目前尚缺乏广泛的研究和多

维度的定义。基于传统意义所述的智慧通常被认

为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能力，因此，智

慧资源并非是个体智慧的物理叠加或累积，人们

即使获得一定数量的个体智慧结晶，也并非一定

能够快速生成新的智慧。本研究认为：智慧资源

是包含有多维度创新思维、创新技法以及能够揭

示事物发展规律的海量知识、海量信息及应用工

具的总成。智慧资源能够帮助人们快速产生创新

思路、创新技法和创新产品。

智慧资源通常是以智慧元素的形式分散、隐

匿于大数据或海量信息之中。单纯的智慧元素并

不能够生成智慧，人们只有掌握了智慧元素的萃

取、融合方法及工具方可据此快速生成智慧。智

慧资源的获取、融合过程即是智慧的合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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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的架构及构成要素

智慧的架构如图1所示。图1所体现的是数

据经过加工处理，形成具有某种意义的信息；人

们在实践中又将诸多的信息、数据构成了知识；

当人们将知识与其他知识、信息、数据再次建立

起有意义的联系，从而构成了高层次的知识；在

高层次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思维激

发，生成了智慧 [10]。

图1 智慧架构

由此可见，数据、信息、知识是构成智慧

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创造性思维是人们对数据、

信息、知识的认知由量变转为质变（即升华为智

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数据、信息、知

识、创造性思维是构成智慧的必要元素。

4 专利文献的特性及其所包含的智慧要素

专利文献是专利制度的产物，它以官方出版

物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公开关于新申请或被批准

专利的发明创造的资料。专利文献所具有的特性

以及其所包含的智慧要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4.1 专利文献中蕴含着大数据

专利文献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信息来源，其累

计至今已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数据资源

库。专利文献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人类生产活

动的所有应用技术领域。目前，世界上约有90个

国家、地区、国际性专利组织用大约30种官方文

字出版了专利文献。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估算，

目前世界上公布的各类专利文献约9000万件。截

至2014年4月1日，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的发明、实用新型类专利文献就有800余万件，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公布的发明类专利文献量有

1200余万件，欧洲专利局公布的发明类专利文献

量有400余万件 [11-12]。

4.2 专利文献中蕴含着海量信息

专利文献完整地记录了专利活动的全过程，

其不仅能够反映出各技术领域的技术活动现状，

同时还能够体现特定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进化过

程 [13]。每一件专利说明书又都详细记载和公开了

该项发明创造从构思到完成的全部技术信息。同

时由于新的专利不断产生，新的技术信息即被不

断地更新、扩充，因此又汇成了新的大数据。

4.3 专利文献承载着多种类型的知识

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观、背景信息与

专家见解的集合，它同时为评估与吸收新经验、

新信息提供参考 [14]。专利说明书中所承载的信息

以及其所具备的作用与之高度吻合。专利文献作

为知识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不同种类的知识。

（1）专利文献承载着不断被更新的新知识

人们通过阅读专利文献可以看出，一件专利

至少包含一个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就是说每一

件专利都提供了至少一个解决问题的新的技术方

案。为了证明该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是具有专

利性的（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申请人在

专利说明书中都要对其发明之前的已有技术、发

明创造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发明

创造的创新点、发明创造所具有的有益效果及其

验证过程等进行详实的说明。可以说每一件专利

说明书中所编码的知识都是发明人有关发明创造

的事实、过程、概念、理解、理念、观察、判断

形成的个体化或主观信息的再现。每一项新专利

的产生都意味着一项新的发明创造的诞生，同时

也都意味着一项新的知识产生。除此之外，专利

文献经过分解、加工、标引、统计、分析、整合

和转化等信息处理手段又可转化生成各种更高级

别的新知识。

（2）专利文献中既承载浅显知识又包含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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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专利文献作为知识的载体，其蕴藏着丰富

的新结构、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知识。就单件专利

说明书来说，其通常包含着新产品、新技术的作

用结构知识，这些知识被编码后，即构成狭窄领

域专业知识的一分子。由此可见，专利文献承

载着人们所说的浅显知识。另外，系统专利文献

体现了不同创新主体针对同一事物多角度、多层

面所形成的多种观点，以及不同创新主体为解决

相同问题所采用的不同原理、不同方法以及对应

产生的不同技术效应和由此形成的某种规律等知

识，专利文献应用的实践也证明，通过对特定主

题专利文献的挖掘分析，人们可以知晓该技术领

域可能形成的技术热点、前沿、可能的技术演进

路径、潜在的技术标准、新产品和新技术特征、

对手的技术资源状况、整体技术发展趋势等知

识 [3]。因此，专利文献同时也承载着人们所说的

深度知识 。

5 专利文献凝聚着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个体大脑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

基础上，发现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的思维过程，包括：逻辑推理、灵感、直觉、想

象等多种思维形式。

发明创造本身必然蕴含着创造性思维 [15]。就

专利而言，其核心是发明创造。因此，每一项专

利必然是发明人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结果。而鉴于

专利审查的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必须对其

已知的技术、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构

思、新的技术方案以及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进行详

细表述 [16]。由此可见，发明人在创造新产品、新

方法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必然会被物化于专

利说明书之中。同时，亦有研究表明，专利文献

亦承载着一种具有规律性、系统性、可靠性的创

新思维，即人工灵感 [17]。

6 智慧资源的构成及特性

专利文献所蕴含的智慧要素以及人类对此的

应用成果，业已充分表明其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

资源，即智慧资源。智慧资源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智慧资源是人类在系统创新过程中沿着

时间轴所积淀的海量数据、信息以及不同的创新

思维方式、有效知识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标引下

相互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例如：专

利文献记载了专利制度创立以来的所有的专利活

动，它不仅充分反应了各个技术领域的技术活

动现状，同时也体现了特定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

进化过程。人们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应用过程

中，通过文本挖掘、语义分析等技术手段，挖掘

出专利文献中所蕴含的各种智慧元素，并通过信

息处理技术，将智慧元素融合成新的、可供人类

享用的创新智慧。因此，动态、发展、联系的专

利文献系统是智慧资源的重要载体。

（2）智慧资源的价值在于人们只要通过对诸

多个体智慧产物（如专利说明书）中的智慧要素

进行有效萃取、融合，即可快速生成新的智慧，

并由此获得更多的财富。智慧资源对人类的贡献

在于其能够快速提升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识

别、把控各种创新机会的能力。

（3）智慧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公众只要有能

力获取便可无偿使用。众所周知，专利技术是个

体智慧的结晶，是个体智慧的产品，它受专利法

律保护，享有独占权。因此，专利技术未经专利

权人的许可是不可以被无偿使用的。但是，发明

人在发明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

方式、创新原理以及发明人在创新过程中对一般

知识的解读、拆分、融合方式是无法获得法律保

护的。也就是说，专利信息中所包含的智慧元素

不能够被限定在某项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所以专利信息中所包含的智慧资源是一种可以被

公众无偿利用的公共资源。

（4）智慧资源是人类在系统创新活动中所衍

生出的一种可再生资源，人们可以通过利用已有

的智慧资源再生出新的智慧资源。如在海量的专

利信息中，人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其所包含的

智慧元素进行挖掘、整合，并由此融合生成了人

们创新所需的自然智慧。人们在该智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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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创新思维被进一步激发，创新能力进一步

提高，由此又高效率地创造出更多的新的专利，

而这些新的专利所形成的新数据、新信息、新知

识及其创新思维方式又被积淀成为新的智慧资

源。因此，智慧资源具有次生性和再生性。

（5）智慧资源不同于智力资源。智力资源是

在组织机构干预下所生成的社会资源，其在人类

活动中可以直接产生效用。而智慧资源自然沉积

于人类系统创新活动的轨迹之中，其需要经过萃

取、加工后方可产生效用。

7 智慧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7.1 TRIZ理论的诞生与应用

TRIZ是从专利文献中萃取智慧的典型案

例。TRIZ理论即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是俄

文字母转换成拉丁字母（Teorija Rezhenija Inzhe-
nernyh Zadach）的缩写词头，其英文缩写为TIPS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该理论是

前苏联专利审查员阿奇舒勒在阅读大量专利文献

后发现，发明是有一定规律的，而掌握这种规律

有助于做出更多、更高级别的发明。之后，阿奇

舒勒和原苏联许多科学家先后阅读、分析上百万

份高质量的发明专利说明书，由此总结出各种技

术发展进化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以及解决各种技

术矛盾和物理矛盾时采用的创新法则，创建了一

种由解决技术问题、实现技术创新的各种方法组

成和理论体系 [18]。

TRIZ工具所展现的智慧表现为：（1）帮助企

业解决了长期想要解决而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2）帮助人们形成新概念所需要的高质量设想；

（3）帮助创新者打破思维惯性的束缚；（4）提高工

程师们解决跨领域问题的能力；（5）提供工程师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

据统计，应用TRIZ可增加80% ～ 100%的

专利数量并提高专利质量；可以提高60% ～ 70%
的新产品开发效率；可以缩短50%的产品上市时

间 [19]。

7.2 从专利文献中汲取创新灵感

CAISPK是一款基于专利文献应用而产生的

创新设计软件，其全称为“基于专利知识的计

算机辅助创新系统”（ Computer Aided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Patent Knowledge，CAISPK）。

该软件通过从专利文献中提取灵感、启发知识、

结构知识，由此形成专利知识和系统性灵感启发

方式，再以专利知识和灵感启发方式构建灵感启

发环境，在两者协同作用下启发设计者创新思维

产生创新设计方案。研究者 [20]以液压油缸创新设

计为例，初步验证该方法和软件的有效性。

7.3 利用专利文献把控技术创新节点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前瞻性地把控新

产品商品化开发的进入节点，适时选择替换技术

或新的核心技术，在产品获得最大化利润后适时

转入下一轮新产品的商品化开发，是企业持续高

效、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梁艳红 [21]等利用自然语言理解、文本挖掘、

统计学习、分布预测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方

法，通过对大量的、非结构的专利文本信息进行

挖掘，发现了其中隐含的、潜在有用的知识，由

此揭示特定技术要素内在联系、演变规律、发展

趋势，从而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预测特定产品

的技术成熟度。

7.4 基于专利信息，快速识别、把控技术机会

技术机会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技术机会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失败。如何能

在纷繁复杂的新兴技术中精准识别、把控技术机

会极度考量着创新主体的智慧。

一般来说，创新主体对技术机会的认识客观

上受限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主观上受限于自

身的警觉性、个人特质、先验知识、认知学习能

力、资源禀赋等自身条件 [22]。因此在传统的技术

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对技术机会的把控通常处

于可遇不可求的状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

步，目前，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通过多种方法挖掘

出藏匿于专利文献中的技术机会。

张鼐等 [23]提供了一种面向中小企业基于专利

的技术机会分析方法，可以通过二段专利引文分

析、专家判断多关键词匹配、迭选AO结构文本

挖掘、多关键词 /AO匹配等方式快速遴选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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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技术机会。马婷婷 [24]等人基

于专利数据，从技术研发、竞争环境、潜在市场

三个层面对燃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这一新兴技术中

潜在的技术机会进行了研究，并由此获知在燃料

敏化剂技术发展过程中有机燃料敏化剂与金属合

成类燃料敏化剂相比较具有更强的发展动力和潜

力。

8 结语

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构成智慧所需的知识

积累、经验累积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的习得往往需

要消耗个体大量的时间与能量，因此，智慧的产

生概率很低。由此，智慧成为人类最为稀缺也最

为宝贵的财富。而能够被人类共享的大智慧，又

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论证和传承方可实现。鉴

于此，过去鲜有研究者对智慧资源这一概念进行

论述和探讨。同样，专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

业已产生许多智慧，但鉴于以往技术水平所限，

专利文献中所蕴藏的智慧资源尚未被广泛彰显和

利用。

如今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革

命为智慧资源的获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使智慧资源的应用成为可能。本文首次提出智慧

资源的概念以及动态、发展、联系的专利文献系

统是智慧资源的重要载体的观点，同时对智慧资

源的构成及特性进行了浅显的论述。

本文认为，智慧资源是一种极具能量的社会

资源和战略资源。其具有分散性、隐匿性、次生

性和再生性。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与应用已成为

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的今天，充分认知、挖

掘、利用智慧资源，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1）充分发挥专利文献的核心

作用，帮助创新主体快速生成创新思维、创新技

法、创新知识和工具；（2）为创新企业引入一种

新的动能；（3）帮助企业在知识经济竞争中快速

获得一种战略型创新能量；（4）帮助企业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快速占据市场创新制高点；（5）极

大地提升大众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大众技术创新

步伐。

人们能够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手段从专利

文献中萃取、融合、快速生成新的创新智慧，因

此，专利文献是智慧资源的重要载体。本文仅从

专利文献的视角对智慧资源进行浅显的论述。然

而除此之外，互联互通信息技术所形成的各种

大数据以及以各种形式揭示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

非专利文献资料均是构成智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目前，有关智慧资源的定义、内涵及构成尚

有待于研究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论证。智慧

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用与配置效率以及对创新

成果的贡献率，也有待于研究者进行翔实的研究

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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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可由学科优势特色明显的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牵头，构建原始创新方面的公共协同创新

平台，持续产出重大成果和创新人才，或围绕智

慧泉城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如智慧政府、智慧产

业、智慧民生、智慧家庭等，联合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加强与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相关单位

合作，通过有效整合人才、技术、项目等创新要

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6 结语

本文界定了协同创新的概念，针对副省级

城市构建了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济南市在协同创新方面的

现状及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差距，发现济南市在

协同创新发展中存在资源保障不够有力，协同创

新环境有待改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协同

创新成果不高，中介机构的技术转移和服务能力

不足等问题，提出推动区域性协同创新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包括充分认识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意

义，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加强政府的引导和宏观

调控作用，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提升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加强科

技中介机构的技术转移服务功能，探索建立济南

市协同创新模式，抓好协同创新的重大项目，打

造协同创新的环境，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或平台。

本课题主要针对创新性较强的副省级城市进行了

对比分析，对济南市的区域协同创新提出了建

议，结合当前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的规划和

发展，建议下一步对城市群的区域协同创新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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